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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墙”开“门”。在进行居民意见征询时，反对率为零。在

实地勘察最合适的破门位置时，“睦邻门”设置的位置，本来

是小区的一处死角，堆着旧冰箱、破塑料等垃圾，杂草丛生、

难以通行。国定路第一小区的老党员们主动请缨，花了四五个

半天，用三轮车拖走了 10 多车的垃圾，终于打扫出了空地。

最终，这扇门被命名为“睦邻门”。2019 年 3 月 28 日，“睦

邻门”正式通行。开门当日，居民们自发准备了很多苹果、橘子，

把寓意着平安、吉祥的水果送给每一个穿过“睦邻门”的邻居。

这就是“睦邻门”的 1.0 版本，虽然只是在围墙上开一扇门，

却是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

“睦邻门”开启后，创智坊的居民买菜、接孩子、去养老

服务点，每次只需要步行 3 到 5 分钟；国定路第一小区的居民

们去地铁、商场的距离，也从以前必须骑自行车赶路，变成了

步行可达。即便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睦邻门”暂时关

闭了，但两边的睦邻情还在延续。创智坊小区隔离对象的新鲜

蔬果，正是由国定路第一小区负责人采购来的。

为进一步放大“睦邻门”的辐射效应，五角场街道计划打

造国定支路党群服务一条街，目前正在积极听取周边居民区、

菜市场、学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以满足周边居民区对老年活

动室、便民服务点等的需求。据了解，此次改造将以党员群众

需求为导向，在老旧社区集聚区建立一个“集约化、开放式、

共享性”的党群服务驿站和四个党群服务微空间，在改善市政

设施的同时，融入党群服务元素。

“睦邻门”开启了两个小区的睦邻情，走出家门，“步行

15 分钟设一个睦邻中心，每个睦邻中心拥有不少于 10 个基本

服务项目”。经过十余年的创新摸索，杨浦走出了一条全领域、

全局性、成体系、成规模的“睦邻家园”建设之路。

延吉社区第一睦邻中心是杨浦区首家睦邻中心，至今已有

11 年的历史。延吉新村街道位于杨浦区中部，住宅以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建造的公房为主，居民多为普通工薪阶层，居民的

公共服务需求十分突出。

作为建成居住区，街道辖区内大中型企业较少，没有多余

的闲置空地或厂房可以利用。于是，街道经过调查摸底，通过

租赁、收购、共享等多种模式获得场地资源，并按照社区十分

钟生活圈的标准，将区域内 17 个居委会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片

区，各建一个社区睦邻中心。此外，街道还在睦邻中心里设立

了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延伸点，居民可以就近办理 35 项社区事务。

以延吉社区第一睦邻中心为起点，杨浦现已建起 60 家各具

特色的社区睦邻中心，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个睦邻中心，基本

完成“1510 睦邻服务圈”构建，助力打造“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睦邻中心成立至今，各种群众文化团队在社区里不断涌现。

在引入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的同时，一批居民骨干也逐渐登

上社区舞台，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服务的受益者、活动的接受者

逐渐转换角色，成为社区建设的参与者。

微更新中的社会治理新路径

在一个理想的社区生活圈中，从孩子到长者，从社区居民

到就业者、经营者，社区中的多元主体，人人都可以参与到社

区发展的共同愿景与共同行动中，并在一个包容、温暖、共生

的社区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前述的几个案例中，我们还

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身影：社区规划师。

2018 年 1 月，杨浦区在全市率先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探

索“社区规划师 + 社区微治理”的联动机制，邀请 12 名来自同

济大学规划、建筑、景观专业的专家一一对接辖域内 12 个街镇，

规划师们走进小区和弄堂深处，发挥专业能力，定期与所结对

的街道进行沟通，将专业的设计力量引入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和

公众参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是

四平街道的社区规划师，他告诉《新民周刊》：“原来的社区

改造主要是围绕项目本身的建设过程展开的，可能项目结束就

结束了，有了规划师制度后，参与城市更新的主体更加多元，

规划师把自上而下的项目要求跟自下而上的需求做好对接，项

目实施变成了社会参与过程，工作方法变了。”

延吉睦邻中心外景。


